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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坚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拓展就业空间

“家门口”就业为群众幸福感“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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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鸣

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岗位

小刘能够圆梦家门口就业，得
益于山东金沙河面业项目落地投
产。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
产。山东金沙河面业项目是商河历
史上建筑体量最大的招商项目，项
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770余
亩，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主要
运营小麦仓储、面粉和挂面加工、
饮用水生产，日处理小麦6000吨、
日产挂面1200吨、瓶装水2000吨。

近年来，商河县不断健全就业
促进机制，抢抓春节前后关键时间
节点，全力推进春风行动活动专场
招聘会，重点围绕有转移就业意愿
的农村劳动力、返乡返岗农民工，特
别是为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群
等重点帮扶对象，全力服务企业用
工与群众就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
位，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多途径促进
灵活就业，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
门口实现了就业，有效解决了务工
与务农问题，实现顾家、增收两不
误，让老百姓在增收致富路上越来
越有奔头，幸福感指数越来越高。

商河县坚持保用工与促就业
两手抓。一方面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各类补贴扶
持力度，激发创业“潜力”。今年以
来，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332人，开展
招聘会59场，提供就业岗位万余个。

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043万元、
泉岗贷1000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37.9万元、失业保险金999.09万元、
失业补助金58 .61万元。同时，不间
断开展系列招聘活动，扩大就业“容
量”。构建“线上＋线下”全方位智慧
就业服务平台，持续不间断开展线
下春风行动招聘会、退役军人专场
招聘会，“家乡就业好，还能照顾老

和小”线上招聘会，进一步促进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就
业。2024年以来，仅线上招聘会就提
供工作岗位250个，招聘各类就业人
员1280余人。

另一方面，为有效提升未就业
人员再就业、创业能力，商河县立足
全县实际，根据劳动者就业、创业及
培训需要，积极引进培训机构，面向

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脱贫劳动
力等城乡各类人员，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把技能培训和县域内经济转
型升级、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企业
需求充分结合，促进更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2023年以来，共有47946人
参加了开展职业培训，4476人参加
了城乡公益性岗位岗前培训，发放
各类培训补贴76.2万元。

建供需对接平台
助企业招揽人才

近日，商河县人社局组织召开
了服务企业座谈会。会上，政府、学
校、企业三方代表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对校企合作机制、模式、路
径等方面交换意见，对共同促进毕
业生就业与技能人才培养事宜进
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政府、学校和企业三方合作是
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重
要途径，也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
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商
河县人社局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坚
持问需于企、问计于企、问效于企，主
动靠前服务，建立政校企合作常态
化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做好人社服
务和政策倾斜，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同步大力推进“实训商河”人才活动
品牌建设，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高技能人才培育、高层次人才引进，
为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快速度
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人社力量。

今后，商河县将坚持把稳就业
摆在突出位置，全力支持市场主体
稳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
企业吸纳就业后的税收优惠，为企
业提供担保贷款、技能培训、稳岗
补贴等政策，不断拓展就业空间。持
续关注重点群体的就业需求，采取
就业信息摸排、政策宣传、就业引导、
重点项目企业用工服务保障、暖心
就业服务等措施，加大创业指导扶
持力度，全力以赴促进就业。

通讯员 韩如月

大沙河上“薯”光无限

商河县大沙河两岸多为沙质
土壤，种植传统农作物产量低，却
是孕育甘薯产业的丰沃土壤。凭借
丰富的土地资源，商河县怀仁镇大
力发展甘薯产业，依靠“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
共富模式，实现了甘薯产业的蓬勃
发展。

“今年我们计划种植甘薯面积
500亩，育苗面积60亩，其中30亩计
划苗薯双收。目前甘薯育苗、栽苗、
剪苗等工作稳步开展，烟薯和哈密
薯育苗200万株，同比增长20%。”济
南壹亩地瓜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朝
丽介绍道，“税费优惠政策对我们
农业的支持是非常有力的，仅企业
自产自销农产品一项就可免征增
值税、附加税费和企业所得税，大
幅减少企业资金负担，让我们能够
专心扩大生产。”

据悉，济南壹亩地瓜有限公司
定位于专业甘薯产业运营，实现甘
薯种苗繁育、大田甘薯种植、鲜薯
贮存、生鲜供应链分级分拣、鲜薯
销售一体化发展。通过与电商的深
度融合，甘薯日均发货量2万余单，
目前企业在全国带动十一个省份，
超1000名农户种植甘薯，涉及面积
约2万亩。

为助力春耕生产，商河县税务
局组建涉农政策服务团队，以县域
内涉农企业、合作社以及种植农户
为主要对象进行分类辅导，就税费
优惠政策辅导、发票开具、系统操
作等进行多环节答疑咨询，着力优
化农业全周期、全链条管理服务，
切实保障春耕备耕工作稳步推进。

大蒜田里的“机械化”

商河县是山东重要的优质大
蒜生产基地，常年种植面积15万亩
左右，年产大蒜23万吨，大蒜产业

成为商河县重要的农业支柱性产
业，也被赋予了“鲁北最大”大蒜产
业集群的独特定位。

近日，商河县税务局涉农政策
服务团队前往济南华庆农业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走访问需。依托
商河县优质的大蒜产业资源，济南
华庆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大蒜机械种植，研发生产大蒜种植
机械、蒜种分瓣分选机、大蒜深加
工机械等品类，其中企业自主研发
的自走正芽式单粒取种智能大蒜
播种机获得了山东首台（套）技术
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荣誉及中

国好技术称号。
“相比于普通的大蒜播种机，

我们研发的大蒜播种机正芽率高，
苍山大蒜可达95%～97%，杂交大
蒜可达80%以上，并且播种精度高，
能够保证株距、行距的均匀性，出
苗整齐，为大蒜的机械化收获带来
很大方便。”企业负责人崇峻介绍。

在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后，服务团队重点对高新技术企
业优惠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
及增值税留抵退税等优惠政策进
行辅导，帮助企业梳理优惠清单，
及时解答企业关于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涉税指标的相关问题。“2023
年，企业享受各类税费优惠减免
167万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力
支持。”崇峻表示。

据了解，目前企业储备大蒜播
种机械100余台，对商河县白桥镇、
玉皇庙镇、郑路镇等大蒜种植地区
进行推广销售，另外组织人员18
名、大蒜播种机18台，成立大蒜播
种服务队对云南、甘肃、青海、辽
宁、黑龙江等地的春耕种蒜区开展
大蒜机械化种植服务，备耕服务面
积约300亩。

智慧平台“绘”好风景

在商河县保农仓农作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保农仓合
作社”）试验示范基地，一幅幅农田
实时图像生动地呈现在电脑端，还

可以查看地貌信息、实时气象状
况、农田预警信息等辅助信息，这
些都来自保农仓合作社联合山东
农业大学教授团队研发的智慧农
业管理平台。“智慧农业管理平台
不仅可以实时查看农田图像，分析
农田作物生产状况，还可以对农作
物播种、施肥、灌溉、病虫防治等进
行全过程记录，实现农产品溯源，
促进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
精细化生产。”保农仓合作社负责
人刘义介绍道。

“今年，我们对商河县张坊镇、
孙集镇、玉皇庙镇以及济阳区等
7000余亩农田进行土地全程托管，
目前正在进行无人机撒肥、除草、
追肥等工作。”刘义说。据悉，保农
仓合作社拥有大疆农用植保无人
机80余架，每亩地撒肥平均用时十
五分钟，一天就可以完成几百亩地
的撒肥工作。

“政策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底
气。从整个流程来看，我们销售合
作社生产的农产品可以免征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销售种子、化肥、
农药以及提供农业机械都可以免
征增值税，今年已经享受了税费优
惠减免30万元。”保农仓合作社财
务负责人柳玉丽说道。

抢抓农时，服务春耕。商河县
税务局将持续关注涉农企业需求，
通过入户走访、线上辅导等方式，
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助力春耕
备耕工作，服务乡村振兴大局。

商河县税务局充分发挥税费优惠政策的支持作用

税惠春风如约至 助力春耕正当时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在济南市商河县，广大农民正

抢抓农时进行春耕备耕，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县税务局紧盯春耕关
键节点，聚焦各类涉农企业涉税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充分发挥税费优
惠政策的支持作用，助力春耕备耕工作按下“加速键”。

就业的获得感是啥？是能在家门口找个好工作，下班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或是有不错的薪资，可
以发挥专业所长……也许每个人的答案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要有一个好的就业平台。

在外奔波七八年后，回乡实现就业的商河县殷巷镇村民小刘说：“成家后，就想离家近点。如今能
在家门口就业，心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商河县抢抓春节前后关键时间节点，全力推进春风行动活动专场招聘会，服务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

商河县税务局持续关注涉农企业需求，服务乡村振兴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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